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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书库拥有 160 余万册的典籍文献，收藏范围主要是 1911 年及

其以前古典装帧形式的普通古籍，同时也包括 1911 年以后新印的线装书。建立普通古籍古

籍书目数据库，尽快实现古籍书目数据的规范化、网络化，是国家图书馆近年业务工作的重

点项目。从 1999 年至今，经过近百名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共整理图书 10 多万部，147 万

余册，编制书目数据 24 万余条，预计在 2003 年初将完成全部普通古籍回溯书目数据的制作

工作。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包括专著、分析、汇集等多种书目数据类型，是一个综合性的大

型古籍书目数据库。 

一、建立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背景要求 

    国家图书馆入藏普通古籍始于 1909 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不断积累，

到八十年代末，普通古籍总量已达 160 余万册，形成了品种繁多、内容丰富、为学术界所重

视的古籍府库。普通古籍分类所使用的是 1929 年刘国钧先生编制的《北京图书馆中文普通

线装书分类表》。按此表划分，普通古籍共分为目录学、经籍、史乘、地志、传记、古器物

学、社会科学、哲学、宗教、文字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总记等十五大类。

古籍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古籍编目有较大的难度，又受到各种条件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

普通古籍中只有 40%能够提供给读者阅览，60%的书籍处于简编或未编状态，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读者对古籍的利用，也不利于本馆了解和掌握普通古籍的馆藏情况。为尽早将这部分普

通古籍公诸于众，普通古籍组从 1983 年开始进行普通古籍大合流编目工作。至 1997 年，先

后完成了目录学门、古器物学门、自然科学门、文字学门、地志门等五大门类的合流编目工

作，并正式出版了目录学门、古器物学门、自然科学门、文字学门的普通古籍书本式目录。

共合流图书 20 余万册，1万 5 千多种，占总量的 12%左右。若按此合流编目方式进行下去，

编完所有的普通古籍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与当今现代化的建设进程是很不相称的。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图书馆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图书情报书目数据库技术

也在突飞猛进。我馆从八十年代末就开始采用机读目录格式进行普通中文图书的编目工作，

随后建立了一批书目数据库。普通古籍组在此基础上，从 1995 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筹建普通

古籍书目数据库的调研工作。适逢 1997 年分馆馆舍进行维修改造，到 1999 年才正式开始普

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库工作。 

二、建设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计划构想 

    由于简编和未编的古籍文献数量庞大，按传统的编目加工方法难以在短期内将所有书籍

加工完毕，所以在建库之初就设计了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用 3至 5 年的时间完成基础

书目数据的编制，以揭示馆藏为主要目的。著录内容比较简约，主要包括题名、责任者、版

本、载体形态、分类、索书号等要素。第二步：在第一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书目数据



进行细化整改，实现对古籍文献的深层次揭示，涉及到分类方面的，即将十五大类分类与四

部分类进行对照，以及与规范数据库挂接等等。 

三、建设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基础工作 

    建设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基础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对编目软件进行测试、试用并提出

修改的意见、制订新的古籍编目工作流程、准备书目数据制作的工作标准、对古籍编目人员

进行培训等四个方面。 

   （一）在编目软件方面，我们使用的是文津图书馆系统软件。从试用到最终系统软件古

籍编目模式的确定，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磨合。目前文津软件基本能够满足我们古籍编目的

使用要求，可以实现分类、题名、责任者、出版年、出版者、索书号、其他题名等多种途径

检索。 

   （二）工作流程是我们遇到的新课题。根据实际情况，在数据制作中我们采取了两种方

式：对已经完成合流编目的五大类目录，因为编目基础工作做得比较好，我们采取将卡片目

录直接转换成 MARC 数据的方法；对未经合流编目的书籍，在现有古籍编目人员还不能熟练

地进行文字录入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填写工作单的方式编制书目数据，请专门的录入人员

进行录入，再由编目人员对录入数据进行校对。这样做可以充分地扬长避短，既提高了古籍

书目数据编目、加工的效率，也保证了数据的质量。通过近 4 年的工作实践，确实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三）古籍书目数据的工作标准。1999 年我们制作数据的标准是我馆编制的《古籍机

读目录格式字段表》。该表规定了古籍机读目录所使用的字段、子字段及其记载各项古籍书

目信息的格式。2001 年 10 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制的《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

正式出版后，数据制作标准为该手册。著录规则按照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执行。著录

用文字根据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 1998 年对《古籍机读目录

格式字段表》的讨论意见，采用了规范的简体字，当时主要考虑到字库原因，以及与馆内外

其他文献类型书目数据库统一合库的问题。 

   （四）对古籍编目人员进行培训。从传统的手工编目到现代化的书目数据制作、加工，

这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转变，对古籍编目人员来说也是一次挑战。机读目录格式与传统的卡

片目录格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机读目录格式为了使书目记录规范、标准，便于计算机

识别，对著录内容的划分和标识是非常严格的，而古籍本身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加大了

编目著录的难度，如何准确地按照机读目录格式要求记录著录内容，是我们在编目中经常遇

到的问题。字段的选取和指示符的运用，更是我们早期编目中的难点。针对这个问题，我们

对编目人员进行了多次培训，一方面学习《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另一方面还制订

了《〈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工作单〉制作要求》、《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录入校对要求》等一系列

的学习材料和工作细则，首先使编目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根据要求填写工作单，再通过

进一步的培训，使编目员逐渐摆脱了用卡片套用机读格式的思维方式，真正理解了机读目录

格式的含义，做到自觉地根据古籍机读目录格式的要求填写书目数据工作单。 

四、普通古籍书目数据格式的逐步完善 



    由于此前没有制作古籍书目数据的经验，所以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工作是在不断摸

索，不断改进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的古籍书目数据格式也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逐步完善。

4 年中我们根据机读目录格式的规定，先后对数据格式进行了多次的调整。最初数据格式与

普通中文图书数据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内容和字段的选择上有所不同。2001 年，根

据《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修订版），我们增加了适用于古籍的字段，并且对古籍与

民国以来线装书分别进行编目。前文已经提到，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包括 1911 年以后的

新印线装书，开始做书目数据时在字段格式上没有加以区别，在增加了古籍专用字段后，我

们在定长编码字段上对古籍和新印线装书加以区分，古籍启用了 140、141 字段，新印线装

书仍沿用 105 字段，这样做不仅突出了古籍的特点，也有利于今后古籍和新印线装书书目数

据的交流和共享。 

    另一方面，表现在连接字段的应用上。比如丛书子目数据，开始我们只用了 225 丛书项，

出处内容在 300 字段描述，这样做书目数据在卡片显示时与手工做分析片很相似，但并不符

合机读目录的格式要求，我们对此进行了改进，用 461 字段做连接，并增加了 205、210 和

215 字段，在 300 字段取消了出处内容。开始用 461 字段时也没有区分层次关系，所有子目

均上连到总集（丛书），子目的从属关系表现得不清晰，现在我们使用了 462 字段，丛书内

部的各种层次关系都能得到体现，充分发挥了机读目录格式的优势。与此相似的还有合刻、

合订书的书目数据，开始做的时候只在 300 字段说明，书目数据之间没有用到连接字段，现

在我们用了 423、481、482 字段，使有关书目数据之间的关系可以一目了然。 

五、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不可否认还存在着很多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表现在机读目录格式的运用方面，虽经多次调整，但很难达到形式与内容

的完美统一，有些内容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字段，这是应该继续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

书目数据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如连接字段虽然已经使用，但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连接，

还有系统外字的问题，这些将随着计算机书目数据库技术的不断发展而逐步解决。另外，由

于各个阶段使用的数据格式不尽相同，造成各部分数据之间的差异，以及由于缺乏规范数据

库所造成的数据检索点不统一等问题，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整改数据的工作重点。 

    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立，仅仅是我馆古籍数字化初始阶段的工作成果，并不是我们

的最终目的。它的建立，为今后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熟

悉机读格式的古籍编目人才，这也是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工作的重要收获。 

    总之，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和改进过程。在这个探索的

过程中，我们走过不少弯路，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立，

不仅对本馆基础业务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相信对于全国的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也将起到有

益的作用。 

 

 

 


